
52. 西泠八家印選  四冊 
 

作者   丁仁 輯 

成譜年   民國十四年（1925 年） 

 

板框尺寸  粗線墨刷，半框，橫 12.7 公分，豎 19.2公分 

每頁鈐印數  一至六方 

邊款位置  印下繫邊款，裏葉附印章、邊款釋文及質材 

總錄印數  523方 

 

序跋 首冊有羅榘西泠八家印選序，末冊有丁仁跋兩則 

扉葉題籤 羅振玉署「西泠八家印選，丙寅仲夏，羅振玉題」 

首冊題耑 江尊隸書「西泠八家印選，輔之二兄雅屬，冰心

老人江尊，年八十有八歲」 

書口 上署「西泠八家印選」、下署「錢唐丁氏藏石」 

内容  丁仁以家藏丁敬等西泠八家刻石五百方輯成此

譜。是譜請山陰王秀仁手拓五十部，墨彩朱華，班

爛可喜。並逐印詳加印文、邊款釋文及按語，論及

印材、印文典故史實及印石收藏緣由，極精采詳實。

此譜屬乙丑重編本。 

 

藏輯 丁仁（輔之），1879 年-1949 年。浙江杭州人。原

名仁、仁友，字子修、輔之，號鶴廬、鶴丁，晚年

別署簠叟，齋名為七十二丁厂、守寒巢、百石齋。

為八千卷樓主丁松生從孫，丁立誠次子。家以藏

書聞名海內，藏西泠八家印尤多。書善商卜文字。

能畫，梅花、果品均不入時俗。嗜印成癖，摹拓

無虛日。治印宗浙派，功力頗深。光緒三十年，

與葉銘、王福庵、吳石潛創設西泠印社。與弟三

在創製方形歐體聚珍仿宋字模，供中華書排印詩

文集。有《西泠八家印譜》、《杭郡印輯》、《石刻

龍泓遺翰》、《袖珍本丁氏秦漢印譜》、《觀水遊山

集》、《鶴廬詩詞》、《鶴廬題畫集》、《鶴廬印存》、

《商卜文集聯》、《商卜文集》存世。 



《西泠八家印選》 

四冊，分卷。丁仁（輔之）以家藏丁敬等西泠八家刻石五百方輯成《西泠八家印

選》此譜，是譜板框粗線墨刷，半框橫十二點七，豎十九點二公分，扉葉有羅振

玉「西泠八家印選，丙寅仲夏，羅振玉題」題籤一則，並見於每冊，首冊有江尊

「西泠八家印選，輔之二兄雅屬，冰心老人江尊，年八十有八歲」隸書題耑一則，

裏葉有丁輔之《醉高歌》題識一則，繼羅榘西泠八家印選序、西泠八家印人小傳、

西泠八家印選目錄各一則，末冊丁仁跋兩則，繼西泠四家印所見錄一則，每冊正

文卷端署「西泠八家印選」正題名，下附卷數，書口上署「西泠八家印選」字樣，

中署，附卷數、刻者、葉數；下署下端署「錢唐丁氏藏石」字樣，裏面書口下端

則署「鶴廬乙丑重定」字樣。冊一計八十二葉，錄丁敬、蔣仁、黃易印，十六葉

題籤、題耑、序等，六十六葉鈐印，每葉鈐印一至六方，印下繫邊款，裏葉附印

章、邊款釋文及質材，錄印一百二十八方；冊二計七十葉，錄奚岡、陳豫鍾、陳

鴻壽印，一葉題籤，六十九葉鈐印，每葉鈐印一至四方，印下繫邊款，裏葉附印

章、邊款釋文及質材，錄印一百三十九方；冊三計六十九葉，錄趙之琛印，一葉

題籤，六十八葉鈐印，每葉鈐印一至三方，印下繫邊款，裏葉附印章、邊款釋文

及質材，錄印一百三十四方；冊四計六十七葉，錄錢松印，七葉題籤、尾跋等，

六十葉鈐印，每葉鈐印一至三方，印下繫邊款，裏葉附印章、邊款釋文及質材，

錄印一百二十二方；全譜總錄印五百二十三方。成譜於民國十四年（1925）。 

附註： 

是譜請山陰王秀仁手拓五十部，墨彩朱華，班爛可喜。並逐印詳加印文、邊款釋

文及按語，論及印材、印文典故史實及印石收藏緣由，極精采詳實。此譜屬乙丑

重編本。另是譜書籤為羅振玉題書，扉葉有江尊「西泠八家印選」隸書題耑，有

羅矩序及丁仁自序。又，是譜收錄內容為：卷一，錄丁敬印七十七方、蔣仁印十

二方、黃易印三十方；卷二，錄奚岡印三十方、陳豫鍾印五十二方、陳鴻壽印五

十一方；卷三，錄趙之琛印一百三十一印；卷四，錄錢松印一百十七印。總錄五

百印。又，按《西泠八家印選》乙丑重編本，共精搨五十部，以〈醉高歌〉調五

十字分別之，松蔭軒所藏者為「思」字本。一九九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重

刊此譜，所據為「衍」字本，係童衍方所收藏。 

丁輔之〈《西泠八家印選》醉高歌〉全文內容 

龍泓派衍南宗，後學諸家是式。鈐朱搨墨矜遺石，廿載西泠社集，。回思昔歲初

編，兀自難忘結習。而今乙丑重刪輯，待與印林珍襲。 

右調醉高歌 

乙丑重編八家印選存，印五百方，精搨五十部，因拈此調政五十字，即以詞字分

別各部序次，鶴廬丁輔之幷識。 

羅矩〈《西泠八家印選》序〉全文內容 

古無以刻印名者，有之自吾鄉吾氏始，自子行著《學古編》而刻印之秘始宣，然

手刻之石今不及見矣。何雪漁紹文三橋之傳，踵美增華，規模大備，三百年來流



傳愈稀，至近日則如威鳳祥麟，偶見于博古之家，所祕藏者大率重摹之石也。丁

龍泓出，集秦漢之精華、變文何之蹊徑，雄健高古，上掩古人，其後蔣山堂以古

秀勝，奚鐵生以淡雅勝，黃小松以遒勁勝，均以龍泓為師資之導，即世所稱為武

林四大家者也。山堂、鐵生人品絕高，自秘其技，不肯輕為人作，故流傳絕少；

龍泓性雖絕俗，惟則必應，故兩經兵燹，而傳石多於蔣、奚二家；惟小松官於齊

魯，搜羅金石文字最富，故其刻印也每以漢魏六朝碑額為師，雄厚渾樸，時或出

龍泓之外；餘若秋堂以工緻為宗；曼生以雄健自喜；次閑繼出，雖為秋堂入室弟

子，而轉益多師，於裏中四家無不摹仿，即無一不絕肖.，晚年神與古化，鋒鍔

所至，無不如志，實為四家後一大家；叔蓋以忠義之氣寄之於掔，其刻石也蒼莽

渾灝如其為人，與次閑可稱二勁，後人合之秋堂、曼生為武林八家，空前絕後，

四十年已來無有繼之者。吾杭印人以子行始，以叔蓋終，非程穆倩、鄧石如、吳

讓之輩所可並論也。咸豐之間，藏四家印最富者為王丈安伯、朱丈芑孫，庚申之

亂，二家屋燬于火，朱氏所藏已與芑丈同殉碧血，安丈所儲半為土匪攫去，今八

千卷樓所秘藏者，大半拾諸吳山舊址者也。丁子輔之，性耽刻印，奏刀結字有陳

趙遺意，爰取樓中舊藏各印，手自精拓，並其邊款，不遺隻字，裝成巨冊，奉為

師範，明窗展讀，璀璨盈前，可謂集印海大觀矣。君子之于藝也，不專則功不能

深造，不篤則心不能持久，精力不勇，始勤必終餒，嗜欲不深，見異必思遷，古

人專一藝以不朽者，必先苦其心志，萃其精力，積其歲月而後始有過人之詣，其

名遂與天地相終始，雖屢經風霜兵火，必有不能磨滅者，精神所寄者專，天所報

之者豐也。今輔之集成是冊，潛思而力索，心摹而手追，功與時進，掔與古會，

利鍔所指，手不能知其故，意法所合，口不能析其解，融秦漢之法度，續丁法之

鐙燄，進而造其顛也，不難矣。書以為輔之待。光緒甲辰嘉平之月，仁龢羅矩序。 

丁輔之〈《西泠八家印選》八家小傳〉全文內容 

西泠八家印人小傳 

丁敬字敬身，一字硯林，號鈍丁，自稱孤雲石叟、龍泓山人、勝怠老人。錢塘布

衣。箸有《硯林集》、《武林金石志》。 

敬身少不習舉子業，年甫冠始折節讀書，為詩造語奇崛，好金石文字，窮巖絕壁

手自摹搨，證以志傳，箸《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善摹印，

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鄭澐《杭州府志》 

君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糵自給，身厠傭販，未嘗自異。秦漢銅器、

宋元名跡，入手即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

無留良焉，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

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緤，農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盧，號漁邱老，

栖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疊險韵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譚蓺者，以城

南為詩國，閒房冷刹，青林丹嶂之區，足迹無不到，題詠無不及也。鄰人不戒，

災及其廬，所收蓄頃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

輒嫚罵纍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府

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皆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恉，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



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

于張紗，弄將遷矣，而以母柩先佳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為動，曰吾：「母不

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乾隆三十年卒，年七十有一。杭世駿《道古堂集》 

隱君起闤闠中，而矢志嚮學，於書無不窺，嗜古耽奇，性狷介，不妄取。與人以

是高之詩，古文筆力超雋，迥出輩流，兼有皮、陸之博奧，不襲郊、島之寒瘦，

倍可流傳不朽矣。以其餘緒，留意鐵書，古拗陗折，直追秦漢，于主臣、嘯民外，

別樹一幟。兩浙久沿林鶴田派，鈍丁力挽頹風，印證續焰，實有功也。跡其長揖

果毅訥公之堂，力卻苑卿江穎長之幣，堅辭制府方問亭之徵，高風卓然，如野鶴

山麋，不可羈勒。汪啟淑《印人傳》 

龍泓先生嘗應丙辰鴻博之舉，生平刻苦作詩，博學好古，書工大小篆，筆如屈鐵，

精刻印章，人得其一寶如球琳，嗜金石文，愛之等于性命。朱文藻《碧谿詩話》 

敬身畫梅得古趣。邃于金石，摹印古質，上追秦漢。彭蘊燦《畫史彙傳》 

敬身好聚書，苦乏貲力，每詣鬻雜書，所一見便諳其好，自損衣物換之而歸。尤

嗜金石，文荒邱絕崖，每攀其峭阤，探其幽阻，得見前人妙蹟，終日勿忍去。通

八體，善摹印章，方不逾寸，亦能得蟲鳥意。家有小樓三間，銅石盈案几上，部

帙無次，率多異本。貴人求其刻印，輒吝不肯予，若有強者即便大罵，或故怒之

以為嘲戲焉。錢林《文獻徵存錄》 

蔣仁，本名泰，字階平，後得古銅印文曰：「蔣仁」，遂更今名，號山堂，別號吉

羅居士、女牀山民、仁和布衣。 

山堂居艮山門外二里徐家橋，破屋數椽，不蔽風雨，面目孤冷，罕與世接。工篆

刻，而行楷書尤佳，絶不趨俗媚。彭進士紹升推為當代第一，郭頻伽麐論書詩，

「頻羅早達吉羅窮」一首，亦大為山堂吐氣也。阿林保雨牕官運使時，延之入署，

偶為書蘇詩，有「白髮蒼顔五十三」句，遂以病辭歸。歿時，年適符其數。後無

子，詩亦散佚。吳顥《杭郡詩輯》 

山堂工書，入米南宮之室，毫端墨飽，作一筆書。六法亦古雅，長洲彭紹升見其

篆刻，許為當代第一手，詩灑然拔俗，性頗幽潔，常寓城北之張家寺。施朝餘《武

林人物新志》 

山堂性弧冷，寡言笑，耽禪悅，其書由米南宮上窺二王，參學孫過庭、顏平原、

楊少師諸家，興到時若以墨瀋傾紙，幾難辨字，而見者莫不傾倒。畫擅山水，詩

亦清雅拔俗，詠「笛」、「刀」七言古詩，尤膾炙人口。篆刻以鈍丁為宗，而蒼勁

中別饒逸致。得意之作直可抗衡，如雪漁之於衡山父子也，顧不輕作，流傳甚罕，

今益難得。生平雅不喜近權貴，相傳有某中丞者慕名乞書，堅不應，後其人以賄

敗世，於是服其遠識。光緒《杭州府志擬稿》 

黃易字大易，號小松，又號秋盦。錢唐人。監生，歷官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箸

有《小蓬萊閣集》。 

小松常佐人於蓮幕，藉籍有聲，善古文詞，又工丹青，得董北苑、關仝正法眼藏。

研究六書，刻印專師秦漢，曾問業于丁龍泓徵君，兼工宋元純整緒家，款識亦古

雅。汪啟淑《印人傳》 



君生而穎異，公事暇輙，究心詩文，長短句宗家學，亦工篆隸，年十三即篆書《雲

松巢志》已上石。生平精刻印，得秦漢之遺，又善畫山水，隨意皴染，人爭寶之，

好古金石刻，宦轍所到嵩高岱嶽，攀蘿剔蘚，無碑不搜，最後於嘉祥得武氏祠堂

畫象六十餘石。重修石室藏之積碑既多，因與緒家考訂，以期羽翼經史四方知交，

若申鐵蟾兆，定武虛谷億、錢獻之坫、張芑堂燕昌、趙晉齊魏、江秬香鳳彝諸君，

交相印證，而李鐵橋東琪，近在任城，過從尤數，其地為水陸交衝，驛使星軺，

戶外之履恆滿，如少司寇述庵王公、宮詹辛楣錢公、撫軍秋帆畢公、觀察淵如孫

公，及覃谿翁學士、雲臺阮大中丞視學山左時，皆旌節頻臨，檢閱儲藏，講論不

倦。所藏唐宋舊搨、漢魏諸碑雙鉤附跋，刊為一集，名《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又錄所積碑為《小蓬萊閣碑目》藏於家。潘庭筠《稼書堂集》 

小松精篆，遠追漢唐閫奧，嗜碑版，逾金玉，凡得前人所未見者，不可勝計，自

繪《得碑十二圖》以紀其事。施朝餘《武林人物新志》 

小松世其家學，篤嗜金石，與松石同官濟寧時，凡嘉祥、金鄉、魚臺閒漢碑悉搜

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畫象尤多所見，漢石經及范式三公山諸碑，皆雙鉤以行於世。

工畫，又工填詞，當代名流多通縞紵。吳振棫《杭郡詩續輯》 

小松習刑律，有聲幕府。而山水得董巨法，又工於詩。服官之暇，詩筒畫筆，與

簿書迭進，不廢風雅。其官濟南時，一花片葉，皆能于質庫易錢，其名重可見矣。

性尤嗜金石、六書之學，殘碑斷碣，遊跡所至，蒐訪無遺，嗜古之士，多就正焉。

錢竹汀宮詹題其得碑圖云：「平生未有和嶠癖，作吏偏於孟母親。一輛芒鞵一雙

眼，天將金石付斯人。」可謂司馬實錄。刻印閒雅遒勁，淵源秦漢，鈍丁嘗見其

少作，喜曰：「他日繼龍泓而起者，小松也。」後果如其言。何夢華集其所作，

次鈍丁後曰：《丁黃印譜》。光緒《杭州府志擬稿》 

奚岡，初名鋼，字純章，號鐵生，又號蘿龕，別署鶴渚生、蒙泉外史、散木居士，

錢塘布衣，著有《冬花盦燼餘稿》。 

鐵生曠達耿介，閉門謝客，雖要津投刺乞書，非其人不可得，而見亦不能強也。

六法之外，大隸、篆刻，靡不精妙，超然絕俗如其人，汪稼門方伯欲以孝廉方正

徵之，不就。阮元《定香亭筆談》 

鐵生工繪事，上溯元四大家，下逮董文敏、李檀園、王太常，皆心摹手追，獨得

山水神髓，點染花卉，亦生動有致。名重四方，有估舶攜至海外，琉球日本，皆

懸金購之。施朝餘《武林人物新志》 

鐵生畫山水，以瀟洒自得為宗，間作花卉，妍豔有致。同時石門方蘭士薰，亦以

畫名，鮑淥飲廷博一日攜蘭士畫，矜示鐵生，鐵生謂此君豐於詣力，而薔於天分，

因以空靈簡遠之筆寄。蘭士笑曰，此子天姿果高，惜少學力耳，乃作雄渾沈厚之

幅答之。兩人互相譏評，而時人亦莫能定伯仲。生平喜劇飲，酣嬉淋漓，意氣如

虎，意有所不合，輙大罵或失聲哭，故人目之為狂。吳振棫《杭郡詩續輯》 

君九歲作隸書，及長工行草、篆刻，兼通詩詞，而於畫尤為擅長。少即見賞於杭

堇浦、吳西林、方雪瓢諸先生。四十後，名益重，為人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

肝膽，周人之急，傾囊倒篋無所吝，久而相忘，不責償也。豪於飲，往往酣嬉淋



漓，酒氣從襟袖間出。同席皆倦，君方左右叫呶不休，或稍避之，則大怒。以是

人目為酒狂。君既以友朋為性命，然非其人不與之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拒不

納。汪公志伊為方伯，時欲以孝廉方正徵，不就。阮撫軍元、秦廉訪瀛爭欲識君

之面，多方致之，終不一見。晚年疊遭家難，旬日中喪其同母弟鑾，又喪其三子

濂、澧、沖，與女子子而四。無何，家燬於火。遷居後，又遭母喪。既除服，而

君於嘉慶八年十月卒，年五十有八。所箸《冬花庵燼餘槀》，余為之刪定，而君

之友醵金刻之以傳於世。湯禮祥《栖飲草堂集》 

先生生數歲即善畫，隨手塗抹，作家見之皆傾倒。稍長，以家貧。得見古人真跡

少，乃閱肆，覩裝池家名繪，默誌其邱壑，歸摹之必盡肖，乃止。其後名日著，

交日廣，得徧覽邑中收藏家墨妙，心領神會，遂卓然成家。其他八分行押書，及

印章無不造極，性坦率，不可繩以禮法，對人能作青白眼，座有俗客，醉後輙白

眼睨之，繼以嫚罵，貴游求畫則許，求見則不許，即來亦不往答，其狷介如此，

嘗記先生新悼亡府君，招飲值寒，夜夜深月，上移席梅花下，先生醉而泣，府君

復作詩調之，遂大哭，其篤於情如此。胡敬《先友記》 

陳豫鐘字浚儀，號秋堂、泉唐廩生，箸有《明畫姓氏》均編《求是齋集》。 

秋堂深於小學，篆隸皆得古法，摹印尤精，與曼生齊名，秋堂專宗丁龍泓，兼及

秦漢，曼生則專宗秦漢，旁及龍泓，皆不苟作者也。阮元《定香亭筆談》 

秋堂精六書，篆法摹李陽冰，亦工為飛白書，夭矯舒卷，深得古致，又以漢人法

刻古銅印章，皆極精妙。喜金石文字，擅蠟椎拓，積數百卷。見名畫佳硯，雖重

值，必質衣購之。與奚鐵生交最洽，使氣忤俗，狂飲罵座，二人亦極相似。工畫

蘭竹，甞集古今畫人為小傳。 

阮公元撫浙時，作文廟樂器、鑄鎛鐘，將為銘，命秋堂摹古文，以勒既成，阮元

歎賞不置。然招之卒不往，年四十五卒。吳振棫《杭郡詩續緝》 

秋堂以鐵筆世家，頗自矜貴，與陳鴻壽齊名，時稱東園二陳，凡商周彝、鼎、盤、

匜、尊、壘、卣、斝、盉、敦、琱、戈、劍、弩諸款識，莫不神與古會，故其書

蒼雅圓勁，時而作飛白書，有若孤松夭矯，浮雲卷舒，人比之蕭子雲、呂與叔云。

施朝餘《武林人物新志》 

秋堂書法工整，尤精篆刻，趙次閑之琛，深得其秘，與黃小松、陳曼生、奚鐵生

齊名，時稱浙派，畫蘭竹秀逸有致，嘗集古今畫人為傳。蔣寶齡《墨林今話》 

陳鴻壽，字子恭，號曼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歷官南河海防同知，著有《種

榆仙館集》、《桑連理館集》。 

曼生愛交遊，自其貧時，四方知名之士皆願踵門納交。仕宦後，士益爭往歸之，

生平於學多通解，自以為無過人者。遂恥自名於篆、隷、行、草書，懸然有天得，

世爭寶弆之。為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阮相國撫浙時，方籌海，曼生隨相國輕

車往返，走檄飛章，百函立就。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才麗氣壯不可及也。令溧

陽時，仿龔時兩家法撰為銘詞，書而鑱之，一時有曼壺之稱。其風趣不減前明陳

三獃子也。吳振棫《杭郡詩續緝》 

曼生權贛榆縣事，捕鹽裊，築橋梁，清積牘至數百案。旋補溧陽縣知縣，至即創



興文學，延名士修邑志，發帑振饑，首先勸捐，紳士咸踴躍，一時辦振之善，無

如溧者。溧邑向無育嬰堂，曼生捐俸剏始以報，最升揚州江防同知，在制河節署

司章奏者有年，調淮安府海防同知，續刋南河成案，凡量委局員，籌畫經費等事，

皆具兼人之量焉，道光二年卒。施朝餘《武林人物新志》 

曼生初以古學受知於阮雲臺尚書，尚書撫浙時，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

稱。生平於詩文、隸古、篆刻外，兼好六法。意興所到，生趣盎然，山水不多，

著筆翛然，意遠在姚雲東、程孟陽間，亦工花卉、蘭竹。其言曰，凡詩文、書畫，

不必十分到家，而時見天趣，洵通論也。頻伽稱其詩宗尚太白，不屑屑字句而標

致自高。云酷嗜摩厓、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為多精嚴古宕，

人莫能及。宰溧陽時名流麕至，廳事西偏有連理桑一樹，因顏其齋曰「桑連理館」。

錢叔美、改七薌、汪小迂合作「桑連理館主客圖」，頻伽為文記之，卒年五十有

五。蔣寶齡《墨林今話》 

曼生詩文書畫皆以資勝，篆刻追秦漢，浙中人悉宗之。宜興素產砂壺，制作精巧，

大炳後傳人特少，鴻壽作宰是邑，公餘之暇，辨別砂質，創製新樣，并自製銘鐫

句，人稱為「曼生壺」，俾工人楊大鵬之名，遠近著聞。刻錫亦佳，居恆著述自

娛。延謁名宿，寒俊故人樂與之交。彭蘊燦《畫史彙傳》 

趙之琛字次閑，號獻父，錢塘布衣，著有《補羅迦室集》。 

次閑出秋堂之門，長金石文字，為阮文達篆刊《積古齋鐘鼎款識》。刻印神似曼

生，集浙派之大成，好事者彙為《補羅迦室印譜》，人爭寶之。兼精繪事，樹石

艸蟲致極生動，晚慕禪悅，青豆赤華，輒留翰墨。同時沈玉川瀛，工畫，凡人物、

山水、花鳥，靡不精妙，其題款往往署次閑名，年六十納簉生子，猶見成立。國

朝《杭郡詩》三輯 

次閑畫法甌香館，字亦娟秀，尤工篆刻。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 

布衣出陳秋堂門下，長金石文字，為阮文達所賞，文達刊《積古齋鍾鼎款識》，

半出布衣手寫，兼精繪事，樹石草蟲，極生動之致，善鐵筆，足繼丁黃瓣香，晚

慕禪悅，青豆赤華，輒留翰墨。同時沈玉川瀛，工畫，凡人物、山水、花鳥，亦

靡不精妙，其題款往往署布衣名，年六十納簉，生子猶見成立。逮兵燹，流亡不

知所終矣。光緒《杭州府志擬稿》 

錢松，原名松如，字叔蓋，號耐青，晚號西郭外史，錢塘人，居吳山鐵厓，因名

其居曰鐵廬。 

咸豐十年賊圍杭州，叔蓋先期具藥汁，誓死。城陷，叔蓋與家人同仰藥，麾侍者

還其室曰：「今日得死所，而男女顛仆一室乎？」語定而死。妻沈氏子縣諸生，

范子婦張氏女一同殉。《忠浙江義錄》 

叔蓋善鼓琴，精鐡筆，工山水、花竹、篆隸。藏古碑、舊拓，皆有題跋。《潘衍

桐兩浙輶軒續錄》 

叔蓋武肅王後，祖鏞世所稱伊庵先生者，以畫名。平居狷絜，自好肆力金石書畫

之學，尤工摹印，娶於沈，生三子范、式、布。布幼笵，字青子，娶於王，再娶

於張，入錢塘縣學。式年甫十四，性較靈敏。咸豐十年二月朔，大興范禾招游湖，



君率二子來，宛然雙南金也。未幾難作，十九日賊至燒北關，城中皇皇，鐵厓嶺

上人煙寥寥，不甚聞。外事君日，往吳山啜茗，夜率子弟隣右鳴金巡城。二十七

日辰刻，甫息足，將寢，忽聲如萬雷出地，驚出問云：「城已破，賊自清波門入，

急返杜門召家人至，曰事將奈何？」，沈率子婦請先死，女瑞姑已字人矣，浩然

曰：「願從吾母」，君目青子曰：「汝亦衣冠中人，宜盡倫」。青子唯唯，式亦請與

父，子俱君笑曰：「吾目瞑矣」。青子夫婦拜君前，先仰藥入內，沈跪進藥，遂自

飲，徧飲子女各安臥待藥發，頃之式大嘔，藥盡出，不死。鄰人來索金鼓云：「賊

退，將巡城，取與之。」閉門以他藥救母，母甦，救女兄，女兄亦甦，共救君不

復甦，往視青子夫婦，面變鼻流血，慟哭出。二十八日賊再入城，殺掠近午，有

數賊沿嶺上從隣屋排闥入，沈見事急，急以翦翦女喉，喉斷女死，又翦式，賊已

至，捨式自剄其喉，力猛遽絕。賊見纍纍之陳，入搜得式，擄至餘杭，式佯墮橋

下得脫。婣家某聞君死，賊退市，二棺以君夫婦納一匶，小夫婦亦納一匶，瑞姑

夫家來覓棺不得，以藏畫具納其尸，俱殯於室，不克葬。式歸范禾，使其友華復

挾之出，復字無疾，學摹印於君者也。蔣敦復《嘯古堂文集．闔門死難事狀》 

叔蓋工書畫，山水，仿江貫道。喜集金石，精篆隸，嘗手摹漢印二千紐，然不輕

為人作印。一日趙次閑先生見其印，驚歎曰：「此丁黃後一人，前明文何諸家不

及也」。趙刻印負重名於是叔蓋之印，知與不知，共相珍重。其祖東甫先生，善

山水，耽禪悅，與奚鐵生及淨慈寺僧主雲交，年近古稀，棄家為僧。叔蓋畫縝密

深遠，蓋家學也。叔蓋與余髫齡即相嬉戲，余家梅園與叔蓋相距一雞飛地，朝夕

過從，叔蓋好學，漏三下猶聞讀書聲。一日見何義門手校文選，字逾數萬，不一

月錄一過，字畫工整不遺一字。每獲漢魏碑拓，必手自臨數十過，收藏不多，皆

精妙。《吳恆傅略》 

道光丁未春，秀水周存伯招客掃孤山林處士墓，坐中十八人，趙次閑、魏滋伯兩

先生為祭酒，叔蓋繪圖，次閑先生署首，客各賦詩，此圖不知今落何許。楊峴《錢

君叔蓋逸事》 

予詣叔蓋，見歙汪氏《漢銅印叢》六冊，鉛黃凌亂。予曰何至，是叔蓋歎曰，此

我師也。我自初學篆刻即逐印摹仿，年復一年，不自覺摸仿幾周矣。學篆刻不從

漢印下手，猶讀書不讀十三經、二十二史，君識之後，世倘有子雲，當不河漢斯

言。同上 

錢先生草莽伏處，激於忠義，不惜損軀，以殉國難。而若子若婦，咸能從容就義，

視死如歸。其平日之能齊其家可知，及觀先生藝事，爭慕不能釋手，其摹印尤為

高古，直逼漢人。蓋忠義之氣蘊於中，發為翰墨嶔奇歷落，出乎尋常蹊逕之外，

非貌似者可同日語。蔣確《未虛室印賞序》 

西湖靈芝寺僧蓮衣招錢叔蓋、李節貽、楊見山創解社。習隸古，始蓮花生日，每

月逢四必聚，聚蓮衣丈室，各出青蚨二百片，飽啖來其盡一日之歡，於是叔蓋繪

圖，蓮衣作詩，見山記之，節貽書於冊，四人者相好無閒也，未幾散，淨慈寺僧

六舟招重聚，而社友大盛，又數年遭亂。高望曾《解社記》 

丁輔之〈《西泠八家印選》目錄〉全文內容 



西泠八家印選目錄 

卷一 

丁敬 七十七方 

蔣仁 十二方 

黃易 三十方 

卷二 

奚岡 三十方 

陳豫鍾 五十二方 

陳鴻壽 五十一方 

卷三 

趙之琛 一百三十一方 

卷四 

錢松 一百十七方 

都印五百方 

丁仁〈《西泠八家印選》丁未初編跋〉全文內容 

仁始成童，即喜閱前人刻印，時先王父、先叔祖藏武林先哲印石頗夥，以龍泓、

秋盦、二陳為尤富，二十年來家大人續有所藏，益以次閑、叔蓋共得八家，至龍

泓諸大家遺刻，僅偶一遇之，蓋丁印大半為餘家所收，外間流傳者非舊日膺作，

即近人摹倣，而山堂、蒙泉在當日，孤高絕俗，不輕為人作。庚辛寇亂又阨於兵

火，雖懸重價，終獲無多，其可寶貴尤重于丁。弱冠以後，力宗鈍丁，師其刀法，

間出入奚黃諸家，嗜諸家刻印，不啻如飢之得食，寒之得衣，幾欲屏外欲而與之

角。自丁酉迄今前後十年，見有遺刻不吝重金以購之，復於孤山之麓，集二三同

志立西泠印社，互相討論，閱日既久，藏儲益美備矣。每有所見必手自拓之，至

各家邊款之字有細如絲髮者，息心靜氣不敢輕意掉之，必使筆畫皆顯豁呈露，無

幾微之憾而後已。其有石已損毀款識剝落，尤可珍貴，當以祥麟威鳳視之，集中

亦居一二焉。裝潢成冊，分別部居，朱墨之色爛然奪目，暇時展觀，如侍諸先生

幾席之傍，與之上下，其議論非僅慰我景仰先哲之心，而玩其篆文之結體，師其

奏刀之神妙，其益我有不可以言喻者。明窗靜對，其樂無極，儻後續有所得，將

次第手拓增益，不敢懈初志也。光緒丁未，錢唐丁仁識。 

丁仁〈《西泠八家印選》乙丑重定跋〉全文內容 

昔歲丁未，嘗集家藏西泠八家刻印，集搨為譜，都三十卷。今二十年矣，人事之

變遷，兵戎之擾攘，家室之飄搖，金石文字荒廢已久，且目更短視，以治印為苦，

而生平雅好又未能恝然，勞役促迫中，輒復摩挲以自怡悅，聞有善印，走乞審覽，

力所能致或傾囊以購，否則以他印與人互易。近綜所得又數十鈕，乃檢前譜加以

釐訂，存五百石，去取之間，彌復矜慎，務揚其華，非以求備，積月累歲始得卒

事。又以前譜編次未嚴，印文款識動逾數葉，探索頗煩，今一更前例，印款均薈

諸一葉之中，並考述印石收藏流轉之緒，其有親友見贈者，亦附注以誌不忘。於

是約為四卷，皆屬精品，間有殘闕者關於掌故亦為存之，因屬山陰王君秀仁手拓



五十部。昔歲余與亡弟善之，首創倣宋聚珍版，善之中年殂謝，餘繼續研究為竟

厥工，其紀事敘跋，茲即用以排比。經始于乙丑孟秋迄丙寅季夏，凡一年乃成，

嗟乎結習未除，前塵若夢，附書顛末，感概係之矣。鶴盧丁輔之記於海上七十二

丁厂。 

丁輔之〈《西泠八家印選》附四家印所見錄〉全文內容 

西泠四家印所見錄 

丁印 

趙賢 端人 二面印，見於江西谷尊家端人，為次閑之祖，秋堂、曼生為次閑父

子刻印十餘方，皆在江氏。 

揚州羅聘 余為仁和王福盦壽祺得于蘇州徐翰卿處，今歸餘杭俞序文人萃。 

周駿發印 福盦藏印，今歸序文。 

方君任 仝上 

煙雲供養 仝上 

承齋藏書 印款殘舊，藏大興傅節子以禮家，今歸序文。 

略觀大意 藏錢塘戴用柏以恆家，今尚存。 

清勤堂梁氏書畫記 余為山陰吳石潛隱得於南京游氏。 

石泉 舊藏余家奉，先君命贈石潛。 

廬文弨印 舊藏無錫秦氏，今歸平湖葛書徵昌楹。 

紹弓氏 仝上，與盧文弨印成對 

荔帷 與余藏曹芝印信成對，舊藏揚州阮氏，今歸書徵。 

曹焜之印 書徵得於嘉善曹氏 

汪憲 以下五印藏錢塘汪氏，龍泓刻印，今仍為子孫保守者，只此五印。 

臣憲印 

千波 

汪漁亭藏閱書 

千頃波漁亭長 

魚聣軒 舊藏錢塘吳氏，入十六家名人集印，今歸仁和高繹求，時敷此印為汪巢

林刻，曾見巢林書聯用之。 

成城衛宗之印 石殘，存成城二字，余幼時曾見之，不知假于何氏，至今未見。 

阿同 舊藏錢塘戴氏，今歸序文，此石曾見一偽刻，石黑色。 

願保茲善千載為常 余為書徵得於上海。 

陸友手鈔 今藏吳興周氏。 

無事小神仙 見于四明嚴氏小長蘆館，今歸武進盛氏。 

莊鳳翥印 仝上 

杉屋 舊藏大興傅氏，曾輯入六家印譜，今不知何所矣。 

宜壽室主人 牙印，今藏吳門顧氏。 

兩峯十二橋人 余為繹求得於上海新設古玩市場，時乙丑仲冬，余前四家印已拓

成矣。 



竹町老人 余為序文得於上海，時丙寅二月。 

蔣印 

作渠 舊藏錢塘戴氏，後歸其婿王姓，出售丁刻，我是如來最小之弟等印，此印

不見，恐已失去，此印與余所藏浸雲為一對。 

淨土學人 仝上 

揚州顧廉 舊藏錢塘吳氏，今歸吳興邢氏。 

廉 余為書徵得于杭州。 

應天 兩面印，一面在疑似之間，余為福盦得於蘇州，今歸序文。 

康節後人 福盦藏印，今歸序文。 

雪峯 仝上 

火中蓮 書徵藏印 

如是 仝上 

黃印 

沈可培 書徵得于嘉興沈氏 

小松所得金石 天津龐芝閣舊藏，今歸書徵。 

江南春 款已泐，吳江郭頻迦舊藏，今歸書徵。 

茶熟香溫且自看 吳縣顧鹿笙舊藏，今歸書徵。 

兩峯 福盦得於蘇州，今歸序文。 

仇夢巖印 魯英父 仝上 

秋景盦 福盦藏印，今歸序文。 

蘇門所藏 仝上 

生子癸丑 仝上 

魏嘉穀印 仝上 

同心而離居 仝上 

師竹齋記 予為繹求得于上海。 

南湖草堂珍賞書畫印 石殘石潛藏印 

靈石山樵 仝上 

沈啟震印 舊藏四明嚴氏，今歸武進盛氏。 

青齋 仝上成對 

平陽 仝上 

奚印 

平地家居仙 書徵藏印。 

秋聲館主 吳縣顧鹿笙舊藏，今歸書徵。 

白栗山樵 書徵藏印。 

古嵒老屋 汪氏舊藏，後歸福盦，今歸序文。 

姚氏八分 福盦藏印，今歸序文。 

汪氏書印 仝上 

栗田父 仝上 



龍尾山房 余為繹求得于上海。 

壽松堂書畫紀 舊藏余家奉，先君命歸孫康侯峻繼，而壽松堂被焚石，經火碎為

三，余以西法水泥補成歸之。 

奚岡私印 玉印無款，今藏錢唐汪氏。 

鐵香邱學敏印 今藏杭州鄭健奄道乾處。 

百鈍人 今藏錢唐汪氏。 

兩般秋雨庵 余為石潛得于南京游氏。 

十二橋南煙舍 海甯徐蓉初藏。 

師竹齋 杭州黃冠卿傳冕藏，冠卿為上水先生之後，咸豐辛酉，上水居謝卜堂處，

難作適陷，其家見金石圖籍，悉遭拋裂，猶懷數印出，至滬上越十日化去，遣屬

諸孤貽三石，於先叔祖返二受一，乃丁刻冬心先生印是也，同治丁卯，先叔祖曾

輯四家印譜，序中所言如此，此師竹齋印，或即返二印中之一也。 

丁輔之〈《西泠八家印選》題識〉全文內容 

西泠四大家，刻印流傳極少，就余所見，僅此而已。此外，丁印如胡姓翰墨、菭

花老屋（硯林款識詳載其偽）、密庵秘賞、丁敬身印（與舊拓石之長短不合）；蔣

印如吉羅盦印、逢元印信號曰苕庵；黃印如晚香居士等；奚印如栗田（款與鐵香

邱學敏印同）等，皆非真蹟，故不撰錄，至後四家以次閑為最多，約所見幾及千

印，秋堂、曼生亦各有二百餘印，叔蓋三百餘印，流傳尚多，未易備載故，就四

大家詳述收藏之處，緒家各有印譜，俱可檢閱也。丙寅夏日，丁輔之識於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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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鶴丁，晚年別署簠叟，齋名為七十二丁廠、守寒巢、百石齋。八千卷樓主

丁松生從孫。家以藏書聞名海內，藏西泠八家印尤多。書善商蔔文字。能畫，

梅花、果品均不入時俗。嗜印成癖，摹拓無虛日。治印宗浙派，功力頗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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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號鶴廬，係因偶得丁敬所刻〔鶴廬〕一印，遂以為號。 

 


